
朱晨凯

今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勤
奋笔耕，创作了大量堪称经典的
著作，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
文化遗产。纪念马克思的最好方
式之一，就是回顾马克思主义产
生和发展的历程，重温马克思主
义创立者的经典思想。为了更好
地 推 进 新 时 代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事业，中央
编译局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各个时期写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
著作，编成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特辑》，特辑共 15 本，290 多万
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套特辑的一大特色，是考
虑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学习经典著作的需要。在编译的
过 程 中 ， 特 别 给 每 本 书 都 写 了
编 者 引 言 ， 还 详 细 具 体 地 介 绍

了 有 关 著 作 的 时 代 背 景 、 写 作
过 程 、 流 传 历 程 ， 以 及 理 论 要
义 和 思 想 精 髓 。 著 作 特 辑 体 现
了 “ 面 向 实 践 、 贴 近 读 者 ” 的
宗 旨 ， 坚 持 了 “ 要 精 、 要 管
用 ” 的 原 则 ， 既 涵 盖 了 马 克 思
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又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创立者的思想轨迹和科
学理论的历史进程。

特辑的另一特色是大部分著
作专门设置了附录，收录了马克
思和恩格斯所写，能够帮助读者
进 一 步 了 解 重 要 文 献 的 经 典 著
作。例如，为了帮助读者深入了
解 《共产党宣言》 产生的历史背

景、写作过程、科学内涵和指导
意义，本书附录部分精选了恩格
斯的三篇著作，摘选了马克思和
恩格斯关于 《共产党宣言》 的重
要论述，还收录了 《共产主义者
同盟章程》 这篇历史文献。《反
杜林论》 除了收录恩格斯写作的
准备材料外，还收录了马克思和
恩格斯关于杜林和 《反杜林论》
的 25 封书信摘选。这样就极大
地方便了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
经典作家的特定著作。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必须坚持认真和科学的态度。马
克 思 主 义 是 共 产 党 人 的 看 家 本
领，必须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
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
克思主义的“真经”。特辑为我们
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
本和有益指导，静下心来，认认
真真研读这套经典，必定大有收
获。

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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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鸣达

自人类发明酒以来，喝酒的
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无论高兴或
忧愁，无论聚会或独居，无论婚
庆或丧事……酒从不缺席，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般的酒
席，喝完很快烟消云散，然而历
史上有三次酒局，喝完过后，影
响深远。

第一次是“鸿门宴”。公元前
206 年的某一天，秦朝都城咸阳
郊外的鸿门，即今陕西省西安市
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起因是
项羽听说刘邦要称王，决定派兵
打刘邦。项羽的叔叔项伯与刘邦
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张良把实
情告诉了刘邦，刘邦自知不敌项
羽，项伯建议刘邦去鸿门向项羽
请罪效忠，消除误会，便有了项
羽请刘邦喝酒的鸿门宴。项羽的
谋士范增认为鸿门宴是除掉刘邦
的绝佳机会，在你来我往的碰杯
喝酒中，三番五次暗示项羽动
手。而项羽见刘邦一来就表白自
己绝无野心、绝对忠于项王，酒
桌上又甘居下首表示臣服，早已
去了杀意。范增情急之下叫出武
士项庄，以舞剑为由趁机杀刘
邦。危急之中，刘邦以解手为由
不辞而别，骑马抄小道逃走。眼
看煮熟的鸭子飞了，范增当场叹
曰：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第二次是“煮酒论英雄”。东
汉末建安三年，河南许昌丞相府
曹操的后花园。当时的刘备地位
不高，实力有限，还处在韬光养
晦阶段，整天种种菜、浇浇园，
不露声色。曹操想试一试刘备是
否有雄才大略，是否会成为自己
的竞争对手，于是请刘备到自己
的后花园赏景喝酒，纵论天下英
雄。两人你一杯我一杯，你一问
我一答，看似轻松，实则语中有
玄机，杯中有陷阱，稍有闪失，
刘备很可能人头落地。当曹操说
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
耳”时，吓得刘备握在手里的筷
子掉落到了地上。恰好此时天将
雨，雷声大作，刘备一边捡筷
子 ， 一 边 说 ：“ 看 这 雷 把 我 吓
的。”曹操见状，不再怀疑，刘备
逃过一劫。后人有感道：勉从虎
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
将闻雷作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第三次是“杯酒释兵权”。公
元 961 年 8 月 22 日 ， 晚 朝 结 束
后，宋太祖赵匡胤把石守信、高
怀德等一批高级将领留下来喝
酒。酒喝到高兴处，宋太祖说：

“我当皇帝，你们都立了大功，没
有你们也没有我的今天，但当了
皇帝后，我整夜睡不安稳。”将领
们问何故，他说：“皇帝的位置谁
不想要，即使你不想当，有一天
部下把黄袍加到你身上，你不想
当也得当了。”还有一句他没有说
全：“你们对我忠诚我相信，但我
死后对我儿孙们还会忠诚吗？”那
怎么办呢？宋太祖接着说，“为了
君臣不疑，上下相安，你们不如
释去兵权，我多给你们一些财
物，到地方上置良田美宅，享受
清福，以终天年”。在至高无上的
皇权面前，这些曾经出生入死、

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们，除了感
恩听命，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
一杯酒，轻轻松松地排除了隐患。

历 史 上 不 同 凡 响 的 三 次 酒
局，值得后人挖掘、深思与回
味。尽管三次酒局时间、地点、
人物、目的各不相同，但是酒场
如战场，斗智斗勇，跌宕起伏，
精彩各异，有很多的共同点。

首先，酒局中主人与客人的
地位不平等。主人居高临下，客
人处于从属。《史记》对鸿门宴的
座位安排有详细的记载：项王、
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
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
向侍。刘邦坐的是酒桌的下首，
而他的谋士张良则只是侍从侍
立，很可能有位无座。曹操与刘
备相对而坐，看似平等，其实一
个是权倾朝野，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丞相，一个是挂着皇叔虚名的
豫州牧。确切地说更像是老师教
学生，法官审犯人。至于宋太祖
与各将领之间，地位悬殊，一目
了然。

其次，酒局中的主人显示出
人性闪光的一面。在鸿门宴中，
项羽要杀刘邦轻而易举，但他不
杀。因为他信奉实力，在战场见
高低，而不屑于玩阴谋搞权术。
你刘邦主动上门认罪，我若杀你
就不仁不义了。司马迁对项羽的
人格多有肯定，在 《史记》 中，
不是用“世家”“列传”，而是用
帝王级的“本纪”为项羽作传，
且篇幅与刘邦相当，历代也视项
羽为英雄。曹操常言：“宁可我负
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但他
对待刘备时，却表现出不无故伤
害他人的人性一面。宋太祖不搞

“狡兔死，走狗烹”，诛杀功臣的
帝王术，而是采取赎买的和平手
段，既巩固了统治，又稳定了社
会，不失为一代开明君主。

再则，酒局对社会历史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思想文化上的影
响不但见诸于众多历史书籍，而
且根植于普通老百姓的心里。“鸿
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成
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成语，
津津乐道的谈资，对社会政治的
影响更是巨大。项羽的结局不幸
被范增言中，鸿门宴后刘邦发奋
图强，终于战胜项王，建立汉
朝，而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于乌
江。刘备在曹操的后花园逃过一
劫，则有了后来的三国鼎立，成
为曹魏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宋太
祖杯酒释兵权，消除了部属篡权
政变的隐患，扫除了儿孙传承接
班的障碍，巩固了赵家的统治地
位。但由于重文轻武，削弱了军
事实力，重金赎买增加了国家负
担，扩大了官场腐败，最后导致
了外族的入侵。

历 史 上 的 这 三 次 酒 局 ， 除
“ 煮 酒 论 英 雄 ” 出 自 罗 贯 中 的
《三国演义》，其他皆有史料为
证。假如没有这三次酒局，那么
文化中就会少了典故，生活中就
会少了不少谈资；假如酒局不是
如此结局，或许历史就会重写。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
假如。

历史上的三次酒局

吴启钱

20多年前，笔者在农村基层工
作时，曾提出一个判断农民家庭文
明程度的“标准”：窗台一盆花，
就是好人家。如今，无论是城市小
区还是农村社区，居民家庭阳台窗
台上养花种草已经不是新鲜事，但
拥有私家花园的城市居民还不多。
然而，在这不多的城市私家花园
里，有一些已经被改造成了菜园，
绿油油的蔬菜、爬满藤架的瓜果，
直让人以为身处农村的“开心农
场”。

花园变菜园，源于两个错误的
认 识 ： 一 个 是 “ 我 的 地 盘 我 做
主”，另一个是“自己种的蔬菜更
安全”。

一些人认为，自己房屋前面的
公共绿地，属于个人所有的私家花
园，养花也好，种菜也好，甚至竖
棚搭架，都是个人自由。确实，一
些独幢别墅式豪宅楼前屋后确有少
则十几平方米，多则几百平方米的

花园绿地，土地使用权属于该幢别
墅业主单独所有，这是名副其实的
私家花园。而许多普通住宅小区
里，开发商会在楼前围出几平方米
的公共绿地，以私家花园的名义向
一楼业主定向促销。于是，一楼的
业主们就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地方当
作私家花园，按照自己的喜好改造
绿植，或直接开辟为小菜园。

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首先，
根据 《物权法》 规定，普通住宅小
区一楼所谓的私家花园，土地使用
权归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并不属于
某个一楼业主单独所有。房前有私
家花园的业主，其不动产权利证书
上登记的，只会是该套房子均摊的
土地面积，而不包括其房前绿地的
面积。因此，把这些绿地作为私家
花园占为己有，任意改造，不仅是
一种毁绿的违法行为，也是对本小
区其他业主共有权利的侵权行为。
其次，业主拥有实际土地使用权的
独幢别墅房前屋后的私家花园，也
是规划中的小区公共绿地的重要部

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别
墅的业主对其只有配合与辅助管理
的义务，没有改作他用的权利。

一些住宅小区屡屡出现一楼业
主将花园变菜园的违法行为，背后
存在一个观念问题。把花园变菜
园，城市里的“菜农”认为自己种
的菜比外面卖的更安全，这是没有
科学依据的。任何植物生长都离不
开土壤、空气、水和肥料等，城市
里汽车尾气等各种有害气体的污染
程度肯定要高于郊区蔬菜基地，一
些城市住宅小区的“前身”是工
厂，土壤中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
的含量要高于郊区蔬菜基地。不管
在建设过程中有没有对土壤进行改
造，这些重金属会长期存在，如果
种萝卜、土豆、花生等，则相当于
直接“吸毒”了。不少私家花园不
远处就有小区内的公共水系，估计
没有几个“菜农”会从自己家里提
水来浇灌，那么污染也就不可避
免，而郊区蔬菜基地一般有专门的
比较安全的灌溉系统。肥料也很要

紧，城市“菜农”一般也不太会给
自己菜园里的蔬菜施加人畜粪便等
天然有机肥料，从农资商店买来的
有机肥，也正是郊区蔬菜基地大量
使用的，如果基地的蔬菜不安全，
那么菜园的也一样。

看来，唯一的优势在于农药方
面了。自己种自己吃，城市“菜
农”很少会使用农药。不过据笔者
了解，如今郊区蔬菜基地使用的都
是高效低毒的农药，至少宁波市
内，在任何一家农资商店，都已
经买不到高毒农药了。这些蔬菜
经过“安全期”后再采摘上市，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如果产销两
个环节和监管部门能按照 《食品
安全法》 的规定对上市蔬菜进行
检测把关，就能把出现不安全蔬菜
的概率降到比“私家菜园”更低的
水平。

这么看来，住宅小区里的菜
园，还是尽快还其花园本色为好。
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满园金黄，左
邻右舍共赏，其乐融融，多好！

莫让花园变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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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紧紧围绕马克思生命历程
中的四个基本事实来讲述：矢志不
渝地为劳苦大众解放而献身；百折
不回地为揭示科学真理而求索；坚
韧沉毅地为战胜人生逆境而奋斗；
乐观自信地为丰富生命内涵而努
力。

■马克思如何应对逆境

看一看马克思如何在荆棘丛生
的道路上果敢行进：马克思一生喜
欢安静，然而，他却偏偏在颠沛流
离中度过了青年、壮年和暮年时
光。他宁可在动荡中苦战，也不愿
在安静中苟活。马克思一生喜欢办
报，从青年时代起就满腔热忱地投
身于新闻事业。然而，由他主编和
创办的报刊，不是遭到反动当局的
查禁和取缔，就是在重重困难中被
迫停刊。马克思没有颓丧，反而愈
挫愈勇。马克思一生喜欢孩子，对
儿女的关心和疼爱无微不至，然
而，却无法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生
活条件和必要的医疗保障。对于一
般人来说，能在险象环生的境遇中
活下来已属不易，而马克思不仅坚
强地活着，而且活出了人生的精
彩，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方
面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本书从“创新”的角度分析阐
释了马克思的十大理论贡献，为深
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
要参考。

■马克思对哲学最高问
题的回应

如果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
学的基本问题，那么人的本质就是
哲学的最高问题。从 1844 年夏至
1845年春，马克思连续作出人的本
质的五重规定，在哲学史上第一次
全面地阐发了人的类本质、发展本
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和
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这五重本质在
形式上是平行的、分立的，但是它
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是
人的更深层次的实践本质和社会本
质的展开和说明。马克思表明了新
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人的本质
的密切关联，说明只有达到人的本
质的最高境界，哲学对人的认识和
理解才是完整和深刻的。马克思对
人的本质的执着探索植根于他对全
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深
切关怀，他所阐发的人的本质的五
重规定及其逻辑系统不仅是哲学上
划时代的伟大创新，而且在今天也
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用走心、妥帖且青春的表
达方式，讲述了马克思的一生及思
想理论精髓。

■从叛逆青年到超级学霸

1835 年，马克思遵照父亲亨
利希的安排，进入德国波恩大学法
律系读书，但是马克思没有好好学
习，而是花钱大手大脚，经常花天
酒地，在波恩大学一年花掉了 700
塔勒，相当于现在 140000 元人民
币。老马看着自己的儿子在波恩大
学胡闹，知道这不是办法，就安排
马克思转学去了柏林大学。马克思
之所以能从“坏”小子转变成大学
霸，这里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外因来说，柏林大学严谨的学风
让马克思一改从前的浮夸，开始专
心于学术研究。显然这次转学对马
克思影响较大。马克思自从解锁了
柏林大学这个新地点，就像玩游戏
开了外挂一样，开始拼命地读书。
从内因来说，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重视精神追求的人。他从小博
览群书，而且志存高远，十七岁的时
候语出惊人，说自己要“为人类幸福
而工作”，这是何等抱负和胸怀！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
提供）

当马克思还是个穷困潦倒、
前途未卜的大学生时，迷人的普
鲁士男爵的女儿燕妮深深地爱上
了他。因为马克思的革命思想，
招来了越来越多如影随形的政治
迫害，他们一路颠沛流离，历经
数十载的患难与共，燕妮一次又
一次地证明了卡尔的爱，耐心地
等待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

■为理想牺牲家庭

1851年 4月，马克思非常乐
观地告诉自己的战友恩格斯说：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
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
儿干完。”但事实上，直到 16年
后，《资本论》才完成，而且出版
后不但没能点燃广大工人的反抗
热情，甚至没能产生多大反响。
马克思的家人为这部被忽视的伟
大著作牺牲了一切。燕妮一共生
育了 7 个孩子，却有 4 个不幸夭
折，活下来的 3个女儿也没能度
过一个像样的童年，她自己更是
因为疾病而美貌不再。燕妮去世
后，悲剧还在继续，幸存下来的3
个女儿中，两个选择了自杀。最
终，一家人得以拥有的，只有马
克思的思想——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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